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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内地已是草长莺飞、生机盎然的
初春景象，喀喇昆仑高原依旧冰封雪
裹。新疆军区天文点边防连翻译欧阳
文刚刚休假归来，便和战友一起执行
巡逻任务。
“刚上高原就执行任务，能受得了

吗？”有人问。“在巡逻路上逐渐适应高
原环境，这是我的习惯。”欧阳文憨厚
地笑着回答。

欧阳文出生在广西百色一个农民家
庭。2003 年，他从西南民族大学外语
系毕业，放弃其他工作机会，参军入伍
来到新疆。

天文点边防连驻扎在海拔 5170 米
的喀喇昆仑高原腹地，那里含氧量不足
平原的 45%，紫外线强度远高于平原。
2004 年初，欧阳文来到连队担任翻
译。当时，上山路坑坑洼洼，欧阳文坐
着巡逻车一路颠簸，感觉五脏六腑都要
被颠出来。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南方小伙
哪里经历过这样的考验，一下车他就出
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栽倒在地。这一
躺就是半个多月。他没想到，比起高
原反应时的头痛欲裂、难以入眠，无
边无际的孤寂更难以忍受。举目四
望，这里荒无人烟，连队与外界联系
仅靠一部电话。

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欧阳文静下
心来，将更多时间花在钻研专业知识
上。记者翻开他案头厚厚的《边防政
策与法规》，整本书的中缝和边角写满
了备注和体会。为了更好地处理边
情，除了熟练掌握英语之外，他还学

习多种语言，加深对外国文化和宗教
的了解。欧阳文说：“当翻译，绝不只
是译准文字这么简单。与外方沟通交
流时，不但要有立场，措辞也要有礼
有节、有理有据。”

戍边的这些年，欧阳文熟谙辖区内
重要地物地貌，随手一指，一个山头、
一条河流，甚至一块巨石，他都能快速
准确地说出它们的名称和情况。“方寸
之间，都是祖国的土地。”欧阳文说。
一次，连队官兵巡逻时，遇到 3名正在
牧马的牧民。由于语言不通，双方难以
沟通，直到欧阳文赶到，涉边问题才得
到及时解决。

涉边无小事。这件事让欧阳文意识
到，在边境地区守防执勤，官兵得过语
言关。欧阳文决定在连队开设英语培训
班，提高官兵英语水平。实用有趣的课
程受到大家的欢迎，培训班很快就开到
了团里。同时，欧阳文还编写《边防执
勤英语会话 100句》发放给官兵，如今
连队的战士都能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
在欧阳文的影响和帮带下，连队先后有
8名战士考学提干，15名即将退伍的老
兵考取留疆干部，他也因工作出色，2
次被上级表彰为“边防执勤先进个
人”，2次荣立三等功。

欧阳文常说：“‘天文点’就是我
的家，战友就是我的家人。”一次次出
生入死、肝胆相照，让他和战友们建立
起深厚的兄弟情谊。

一次，欧阳文跟随连队官兵执行任
务行至麻扎达坂休整，由于身体不适，
欧阳文腿一软，整个身体倒向悬崖边
缘，幸亏战友及时拉住。还有一次，欧
阳文带队连续一周执行野外驻训任务，
在零下 20多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一名
战士的双脚冻得失去知觉。欧阳文见状
立即解开棉衣，将战士的脚放进怀里焐
热。2015年 8月，中央军委授予天文点
边防连“团结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
消息传来，欧阳文和战友们相互拥抱，
喜极而泣。

参军 16 载，欧阳文常年在海拔
4000米以上的高原戍边，累计巡逻 500
余次，成功参与处置险情上百次。

左上图：欧阳文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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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是党

员干部的基本素养，也是广大官兵干事

创业的成功保证。正如李克强总理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广大

干部要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事

不避难、义不逃责，埋头苦干、结合实际

创造性地干，努力干出无愧于人民的新

业绩，干出中国发展的新辉煌。”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对于党

员干部来说，“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

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

实践证明，越是艰苦环境、吃劲岗位，越

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砥砺干

部的意志，净化干部的品质，增长干部

的才干。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一名

干部要想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担

得起重任，就必须接几回“烫手山芋”，

当几次“热锅上的蚂蚁”，在千锤百炼中

练出真功夫、成就“大心脏”。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

进”。然而，个别党员干部遇到困难就

患得患失，遇到挑战就望而却步，有的

人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

出力，处处追求权力的最大化、责任的

最小化；有的该啃的硬骨头不啃，该接

的烫手山芋不接，柿子光拣软的捏；还

有的只想造势不想干事，“不怕群众不

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诸如此类拈

轻怕重、投机取巧的行为，既损害了党

群关系、贻误了党的事业，也严重影响

党员干部的形象。

马克思曾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有

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

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

了。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必然会

遇到各种困难和矛盾、各种风险和挑

战，必然要闯过一个个“娄山关”“腊子

口”。越是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

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越要有事不

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否则，在练兵

备战中就不可能做到从严从难、真刀

真枪，在科研攻关中就不可能抢占主

动权，在改革攻坚中就不可能啃下硬

骨头，在反腐败斗争中就不可能做到

利剑高悬、除恶务尽。

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

进大别山，因“没有后方”而困难重

重。邓小平却说，“共产党员的特点是

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今天，我们

仍要保持和发扬这种事不避难、义不

逃责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身强军兴

军的时代伟业，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

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当攻坚克

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

只要是该做的事，不管困难再大、风险

再高，也要挑起该挑的担子、扛起应负

的责任。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五

支队一大队）

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
■陶 冶

本报讯 丁广阳、特约记者李怀坤
报道：南国，春寒料峭。记者走进第 71
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一场群众性比武
考核正如火如荼展开，官兵奋勇争先，
向着旅训练纪录发起冲击。这些天，
该旅官兵通过上网浏览“红色史馆”、
聆听军史专家授课，感悟革命先辈前
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训练劲
头倍增。

东部战区陆军充分发挥所属各部队
驻地红色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将淮海

战役纪念馆等 2000 余处革命历史纪念
设施和遗址打造成部队红色教育基地。
为了让红色资源更好地发挥铸魂育人作
用，今年他们拓宽思路，结合官兵习惯上
网学习、社交、娱乐的实际，积极推进“红
色数据库”建设，让红色传统教育更有时
代气息。

组织开展“红色基地”专题网页建
设，鼓励官兵将驻地红色资源上传至强
军网，分享交流心得体会；打造图文并
茂的网上红色史馆群，让官兵足不出户

就能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开办红色教育
讲堂，依托强军网链接 500 多堂名师大
家的精彩红色教育课，为官兵学习优秀
传统提供“菜单式”服务……一系列举
措落地推动“红色数据库”不断丰富，成
为主题教育的新阵地。

网上“游览”红色圣地、参加党史
知识答题游戏、聆听革命英雄故事……
连日来，战区陆军官兵通过“红色数
据库”自觉接受教育，学史明志，留
下 6万余条学习心得感悟。

东部战区陆军着力推动红色教育资源上网

“红色数据库”成铸魂育人新阵地

本报讯 倪舒徐、吕恒报道：近
日，东部战区某疾控中心一支应急处
突医疗防疫救援队火速集结，由疾控
专家和骨干组成的各分队迅速装载救
援物资，立即前出……据该中心领导
介绍，他们将新课目考核与战备拉动
演练相结合，训练效益倍增。

今年，一批新课目考核列入该中
心的训练日程。作为国家级防疫救援
队，他们坚持从难从严摔打部队，以全
程临机导调的形式组织战备拉动演
练，力求以考促训提升保障力。笔者
在演练现场看到，数分钟内，防疫车、
生物检验车、洗消车等专业装备迅速
机动至指定区域。“A组呼叫！现场风
向东风，风速 5米/秒……”侦检组助
理研究员李文豪身着防护服，手持巡

测仪和风速风向仪，对环境进行侦察
检测。“B 组呼叫！经对可疑粉末筛
查，现场需开展防疫消杀。”指挥组接
到侦检组的“战况”报告，果断下达处
置命令，防疫车立即出动，对相关区域
展开消毒杀虫行动。

考场就是战场，岗位就是战位。
该中心把复训考核内容逐项细化分
解到各环节，并将考核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逐个录入议战议训“问题
库”。全员全装全要素全流程演练，
提升了新课目训练水平和成绩，为
非战争军事行动及战场流行病学侦
察、疫情防控、水质检测等防疫保障
任务积累了经验，探索完善了伴随
保障、支援保障、协同保障等多种保
障模式。

东部战区某疾控中心从难从严组织战备拉动演练

以考促训提升综合保障力

本报讯 刘会东、徐伟报道：连日
来，武警合肥支队教练员大比武火热
进行。比武现场，该支队机动一中队
班长汪正宏在“夜间应用射击”课目示
教作业中，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对照
新大纲精准破解组训难题，得到裁判
组一致好评，夺得士官组综合第一。
“充分发挥教练员酵母作用，是提

高部队训练水平的重要举措。”据支队
长周生华介绍，这次比武采取抽考和
推荐相结合的办法，以新大纲为依据，
旨在规范组训方法、破解组训难题、创
新教学模式。比武内容涵盖编写教
案、制订计划、观课纠错、现地教学等
方面，力求发现和培养一批懂训练、精
教学、会督察的训练骨干。

此次比武的命题、评判、阅卷 3
个环节完全分离，邀请上级单位的训
练专家担任裁判，支队纪委全程监督
执纪，每个考核区域都有多角度视频
监控，每项成绩都由选手、裁判、纪委
三方签字确认，确保阳光操作、公平
公正。

为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比武
刚结束，表彰大会立即举行。斩获干
部、士官两个组个人第一名的教练员，
当场戴上大红花，并记三等功一次。

比武的过程虽短，教学的探索却
需要不断深入，为此，许多教练员及时
总结经验。执勤十九中队排长张鹏保
比武成绩不太理想，但他坦言收获颇
多，对未来组训充满信心。

武警合肥支队对照新大纲破解组训难题

比武促教锤炼优秀教练员

本报讯 黄志伟、特约记者赖文湧
报道：“感谢子弟兵建起经济林，我家在
林下种植铁皮石斛、灵芝，养殖河田鸡，
收入翻了一番。”谈起近年来部队为闽西
革命老区植树造林、施肥育林带来的生

态红利，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罗地村村
民俞永祥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长汀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我
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区
域之一。近年来，第 73集团军某防空旅

认真落实《驻闽部队参加福建省水土流
失治理及植树造林活动方案》，积极参
加地方生态环境建设和植树造林，每年
组织官兵配合驻地政府开展水土流失
治理活动。

为确保植树效益，该旅精心挑选骨
干力量，邀请地方林业专家来队进行技
术培训，为官兵讲解科学栽种常识，明确
作业步骤和技术标准，确保苗木成活率；
在植树造林时，组织部队开展挖坑、施
肥、种树等竞赛活动，增强趣味性。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通过开展栽植
“纪念林”“纪念树”等宣传教育活动进
行红色传统灌注，激发官兵投身第二故
乡、建设生态家园的责任感。4 年来，
该旅为长汀县植树造林 1200 余亩、施
肥 3000 余亩，助力老区逐步实现绿色
发展。

第73集团军某旅四年多植树造林千余亩

助力老区绿色发展

3月中旬，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连续

组织空战对抗、实弹射击等课目训练。

图①：机务人员精心保障。
图②：战鹰加力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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